
安老事務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 

新聞簡報摘要 

 

 

 安老事務委員會(委員會 )於今天 (六月十四日 )舉行了第三十八次會議。
會議討論了下列事項: 

 

(1) 香港安老院舍評審制度先導計劃 

z 為進一步提高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水平，二零零一年的施政報告訂

下了研究制訂質素保證措施的目標，以協助安老院舍把服務水平提

升至超逾發牌規定的標準。有關措施須考慮到政府在照顧體弱長者

長期護理需要的長遠策略，以及著重加強消費者教育，讓長者以及

護老者更易獲得有關安老院舍質素的資訊。當局相信有需要以一個

獨立評審制度的形式，推行質素保證。  

 

z 在獎券基金的撥款支持下，香港老年學會推行了一個為期兩年的「香

港安老院舍評審制度先導計劃」。計劃已進入最後階段；香港老年學

會正就計劃草擬終期報告，並將於 2004 年 6 月底前向社會福利署 (社
署 )提交報告。會議上，香港老年學會的代表向委員介紹了他們的主
要建議。  

 

z 在「先導計劃」期間，香港老年學會就海外的評審制度進行資料搜

集和實地考察；先後分兩輪在 37 間私營安老院舍和非政府機構安老
院舍進行了先導評審；培訓評審員；並訂定了一套經過驗證的評審

標準、制度和機制。  

 

z 香港老年學會的主要建議包括：  

¾ 成立一套自願參與，並以同儕評核和持續改善為原則的評審制

度，並建議採用一套程序和成效並重的評審工具，以四十項標

準全面評審院舍的服務水平；  

¾ 成立一個評審機構，負責進行評審工作、研究及發展，以及發

放資訊；   

¾ 評審機構應由一個非法定獨立機構擔任；以及  

¾ 由於「先導計劃」已發展出一套評審標準和工具、評審員已完



成培訓，而建議中的評審制度亦得到業界的認同，所以應盡早

落實全面推行評審制度。  

 

z 聽取委員會的意見後，香港老年學會將會就報告摘要草擬本和終期

報告作最後修訂，並交予政府考慮。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和社署會詳

細考慮報告的建議，並研究跟進方案。當局計劃於 2004 年 7 月向立
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，並在適當時候向業界及有關團體介

紹終期報告的內容。  

 

(2) 將長者宿舍及安老院宿位轉為長期護理宿位 

z 審計署署長於 2002 年發表了關於長者住宿服務的衡工量值報告，建
議政府逐步終止提供資助長者宿舍及安老院宿位。立法會政府帳目

委員會就此促請政府跟進有關建議。安老事務委員會於 2002 年 6 月
以及 2003 年 1 月的會議上支持有關建議，並認為建議符合政府鼓勵
並促進身體機能沒有缺損或只有輕度缺損的長者留在家中居住，讓

他們在一個熟悉的環境中安享晚年的策略；安老事務委員會認為，

長者長期住宿照顧服務應重照顧有護理需要的長者。至於長者的

住屋需要和社交心理需要，可分別透過房屋計劃和社區支援服務給

予照顧。  

 

z 為逐步落實上述建議，社署於 2003 年 1 月 1 日開始停止接受入住長
者宿舍及安老院的新申請。同時社署已經就輪候冊上的個案進行全

面覆檢，以確定輪候冊上的長者在福利方面的真正需要，並轉介了

部份長者接受其他合適的服務。  

 

z 在 2003 年 1 月 1 日時，長者宿舍及安老院宿位輪候冊上的長者數目
共 5 607 名；截至 2004 年 5 月 31 日，該輪候冊上的長者數目已减

至 1 738 名。當中有 802 名長者在這期間獲收納入長者宿舍及安老
院，另外有部份長者在接受了其他服務安排後，自願終止輪候冊上

的申請。  

 

z 目前，本港有 75 間院舍合共提供 97 個長者宿舍宿位及 7 301 個安
老院宿位。這分別由 34 間非政府機構營辦。  

 

z 政府現正協助有關院舍逐步取消其長者宿舍及安老院宿位，並同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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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他們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以及公平的台階，讓他們將現有的長者

宿舍及安老院宿位轉為長期護理宿位。  

 

z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和社署正與業界共同就轉型安排的執行細節進行

商討，計劃的基本原則和執行模式包括：   

a)  盡量讓現時的院友可以繼續在其現有院舍居住。轉型安排將以原
址轉型為主；  

b)  利用個別院舍原有的資助金額，協助他們將長者宿舍及安老院宿
位轉為特定數目的長期護理宿位。參與轉型的院舍在轉型期間或

以後，會繼續獲得目前的資助額；  

c)  採用由空置宿位啟動轉型的方法，當一間院舍的空置宿位數目達
到某一特定限額，便可以開始轉型；以及  

d)  盡量給予現有的營辦機構更大的彈性和支援，以協助他們面對轉
型所帶來的挑戰。在特殊情況下，院舍可建議進行合併、重建或

搬遷到另一院址等安排。  

 

z 社署已成立一個專責小組，成員包括衞生福利及食物局以及社署代

表、多間營辦機構的管理層、學者，以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代表，

就計劃的執行細節提供意見，以期在未來數月訂出有關細節。  

 

*     *     *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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